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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80_83_E5_88_91_E6_c36_51081.htm 第八章 贪污贿赂罪 【重

点法条】 第三百八十二条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 占有公共财物的，是

贪污罪。 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

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

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

污论。 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 

【相关法条】 《刑法》第91条、第93条、第19条第2款、

第271条第2款、第 383条、第394条；全国人大常委会2000年4

月29日《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刑法〉第93条第2款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6月27日《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

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6

月18日《关于村民小组组长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有财物

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 【意思分解】 1本条规定是贪

污罪。认定本罪的关键有三点：一是主体性质，必须为国家

工作人员或受国有单位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二

是客观方面同时具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与“侵吞、窃取

、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三是主观上必

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非暂时地使用。 2关于贪污罪

的主体，主要是国家工作人员，但本条第2款同时规定，受国

家机关、国有公 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

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国有财物

的，也以贪污罪定罪处罚。可见，贪污罪主体并非必须为国



家工作人员，虽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但依法受国有单位

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也可成为贪污罪主体。关于

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应依照《刑法》第93条确定。其中“

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是否包括农村村民委员会等

村基层组织人员，上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关于〈刑法〉

第93条第2款的解释》作出了明确规定：当村民委员会等村基

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时，属于“其他

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详细内容请见第93条的意思分

解) ，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以本条的

贪污罪定罪处罚。但是，关于村民小组组长可否成为贪污罪

主体，《关于村民小组组长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有财物

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作了否定性的规定，即村民小组

组长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村民小组集体财产非法占为己有

，数额较大的，应以《刑法》第271条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

而不构成贪污罪。 3根据本条第1款的规定，贪污罪的犯罪对

象原则上为公共财产。关于公共财产的范围，应 参《刑法》

第91条的规定。同时，还有两点需要注意： 一是当行为人是

受国家机关、国有公 司等国有单位的委托而管理、经营国有

财产的人员时，其贪污罪的对象仅为国有财产而非其 他公共

财产； 二是并非所有的贪污罪的犯罪对象都为公共财产，非

公共财产在特定情况下也有可能成为贪 污罪的犯罪对象，即

当行为人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

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时，其

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占有所在的非国有性质单位的财产而构

成贪污的，犯罪对象可能不属于公共财产。 4关于贪污罪与

职务侵占罪的界限，关健在于主体方面，对此《刑法》第271



条第1款与第 2款、第272条第1款与第2款作了明确的区别。 5

国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或者对外交往中接受礼物，依

照国家规定应当交公而不交 公，数额较大的，根据《刑法》

第394条的规定，也应以本条的贪污罪定罪处罚，可见，应当

交公的礼物也可能成为贪污罪的犯罪对象。 6本条第3款规定

，行为人“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

处”，即非国 家工作人员可以成为贪污罪的共犯，但成立贪

污罪共犯的一个前提条件是行为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共

同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必须是利用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

务便利(这是《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

罪几个问题的解释》第1条的内容)，否则不构成贪污共犯(但

可能成立盗窃、诈骗等罪共犯)。同时，《关于审理贪污、职

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第3款明确规

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

的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共同

将本单位财物非法据为己有的，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质定罪。

7贪污行为，达到数额较大的，才构成犯罪。关于“数额较大

”的标准，根据第383条，原 则上以个人贪污数额5000元为起

点，但同时规定，虽然不满5000元的，如果情节较重的，也

应认定为贪污罪。对于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

数额处罚。 8注意贪污罪处罚中两个知识点。一是可能适用

死刑的法定情形：根据383条第1款第(一) 项的规定，应为个

人贪污数额10万元以上且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二是一个法

定的从宽处罚情形：根据第383条第1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